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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

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音乐剧《此心

安处》在筑举行启动仪式。 该剧聚焦我

省践行“乡村振兴战略行动” ，以创造全

国整乡搬迁时代奇迹的晴隆县阿妹戚

托小镇为戏剧背景，旨在打造一部符合

时代要求和现实需求的乡村振兴题材

舞台作品。

启动仪式后，《此心安处》将正式进

入导演创排以及音乐、舞美、灯光、多媒

体等紧张创作制作阶段。 作品预计于今

年 11月 26日与观众见面。

据介绍，阿妹戚托小镇作为集搬迁

安置和景区为一体打造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承载着来自晴隆县 13个乡镇

近 1.5万人搬迁后的新生活。 如何在精

神文化层面解决易地搬迁“留住乡愁”

的问题，在解决脱贫后的“稳得住” 和

“富起来” 的问题，该剧用“此心安处是

吾乡” 来作答，剧名《此心安处》即由此

而来。

作品以彝族非遗舞蹈阿妹戚托的

新一代传承人英花的成长为线索，时间

跨度长达 20�年，围绕一个家庭、两代人

在传承非遗、建设新家园过程中的矛盾

与困境，用音乐剧形式将“大历史” 与

“小历史”“乡村与城镇”“时代与人

生”“守旧与创新” 等时代命题交融成

一曲乡村振兴的时代赞歌，艺术化诠释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贵州实践样本。 作品

将有机提炼阿妹戚托小镇少数民族音

乐、舞蹈、饮食等民族民间文化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元素，呈现出独特的民族文

化之美。

会上， 贵州省歌舞剧院党支部书

记、执行董事邓渊介绍说，音乐剧《此心

安处》是贵州文化演艺集团年度重点创

作项目，从剧目整体构思、文化内核、表

达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多次研讨和论证，

同时还邀请省内外知名艺术家和民俗

专家进行座谈。 项目的开排对推动歌舞

剧院剧目建设、人才建设、品牌建设有着

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音乐剧《此心安处》导演顾欣桐说，

非遗传承极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传承

人，传承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

丰富非遗艺术传播和表达，如何平衡艺

术与现实，是每一位非遗传承人所面临

的问题。 她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去积极

探讨非遗传承的现状和难题，去关注贵

州的乡村变化历程，以及黔中大地上的

民族艺术美学。

《此心安处》联合制作人李伟说，以

非遗舞蹈阿妹戚托为原型创作的音乐

剧，具有巨大潜力，通过有效的规划和合

作，可以为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发展带

来多重利好，成为文化、艺术和经济的结

合点，为乡村社区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活

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阿妹戚托，贵州省晴隆县传统

民间舞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一。

阿妹戚托为彝语音译，意为姑

娘出嫁舞，俗称跳脚舞，是彝族姑

娘出嫁前夕举行的传统群体性舞

蹈。 关于它产生的时期，没有文献

有准确记载。 随着时间的流逝，彝

族先民迁徙到贵州省晴隆县三宝

彝族乡境内，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

成了当地特有的民间舞蹈。舞蹈表

现形式以脚为主要载体， 踏地为

节，节奏欢快、气氛热烈，表达了对

新娘的美好祝福。

2007 年 5 月 29 日，阿妹戚托

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列入贵州

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2014年 11月 11日，阿

妹戚托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度舞台艺

术创作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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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3 集系列微短剧 《逃出大英博

物馆》的火爆依旧持续，该作品用文物拟

人化的手法，讲述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

盏“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 化身古代女子

逃出博物馆，在伦敦街头与一位中国记者

相遇， 在其帮助下寻找到回国之路的故

事。 作品的前半部分讲述了玉壶回家之

路，后半部分通过玉壶传递家书，讲述了

诸多流落海外文物的思乡之情。

微短剧的拍摄手法很简单，故事也不

复杂，而其中真正引发共鸣的是海外文物

拟人化表达心声的场景。明代琉璃砖被切

割，思乡情切；原本成对的唐三彩马已被

迫百余年相隔万里；笛师陶俑给琴师陶俑

传达思念之情，想再一起演奏《长歌行》

……数以万计流落海外的文物终于可以

自己“发声” ，成为微短剧创作的主角，以

这种巧妙的方式唤醒了千万观众的心，

“让文物回家” 这句话变得形象、直观、可

感。

这部微短剧还通过微小篇幅传递出

丰富的信息，比如玉壶与记者相遇时满脸

灰尘， 表达海外博物馆对文物保护不力；

玉壶惊讶记者住的房子真大，呈现大英博

物馆里中国文物被随意搁置的拥挤之态；

玉壶不断地强调自己的名字，是因为大英

博物馆文物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玉壶做

噩梦，则传递出文物被掠夺到海外的野蛮

粗暴。 这部微短剧的巧妙表达，引发了观

众强烈的文化和情感上的共鸣。国宝文物

归家之路坎坷，期盼它们回归却是每个人

的最强心声。 大家纷纷在评论区留言，期

待这些文物有一天能风风光光、堂堂正正

地回家。

《逃出大英博物馆》爆火后，近日片

名类似的动画电影出现在 8 月电影备案

立项公示名单中。 动画影片《逃离大英博

物馆》已获同意拍摄，影片讲述一百多年

前流落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在春

节前夕苏醒，因思念祖国逃离大英博物馆

回国过年的故事。 由这部作品可以看出，

微短剧创作者们开始从探寻历史、深厚的

文化情怀以及青年人的家国情怀等角度

去展开思考，以求创作出能引发当下大众

强烈共鸣的作品。

微短剧红海

一集只有几分钟的微短剧，故事节奏

快，剧情起承转合吸睛，而且情绪带动性

强，很适合观众碎片化时间追剧。 经过几

年的发展，微短剧已进入市场红海。 据了

解，2023 年 1-7 月在广电总局“重点网络

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 中登记且符合重点

网络影视剧上线备案通过片目中，网络微

短剧共计 1299 部，29488集。 从最新作品

来看，出圈的微短剧在创作手法、创作题

材方面都在进行突破，题材越来越丰富多

元，格局视野越来越宽阔。

早期微短剧热衷古装爱情、都市悬疑

等题材，出现题材同质化、叙事套路化、人

设脸谱化等问题，而当下微短剧已开始挖

掘乡村、青春、职场、女性、老年、美食、革

命、科幻、公安、传统文化等题材。 《二十

九》以小篇幅聚焦女性议题，主演名气大、

服化道档次高、女性故事反套路，成为讨

论度很高的作品。 《拜托啦奶奶》围绕农

村留守老人与城市叛逆少女的反差故事，

呈现了一段鸡飞狗跳又温暖恬适的夏日

时光，勾起人们关于儿时的回忆和成长的

反省，更引起大众对老年群体生存状况与

情感世界的关注。 《我是名角儿》《步天

歌》等微短剧聚焦传统文化，前者将京剧

经典与现代剧情杂糅，展现传统京剧的魅

力， 后者是首部博物馆题材虚拟微短剧，

将天文、历史、文化元素融于奇幻的剧情

之中，围绕古代神秘星象图与一件件文物

展开元宇宙冒险之旅。 谍战题材微短剧

《追捕者》运用快节奏叙事玩转谍战冲突

和快感，吸引传统题材剧爱好者的目光。

从最新备案微短剧来看，有不少新鲜的

题材值得关注。 比如农村题材的《谁动了

我的扳手》《麻地村传奇》《乡村囧事》

等。微短剧除了继续挖掘观众爱看的爽文

等风格作品， 越来越注重聚焦社会议题，

洞察大众社交中的情绪共鸣并展开创作，

寻找更多可能性。

微短剧创作寻找大情怀

近日， 时长只有 15 分钟的微短剧

《逃出大英博物馆》 在各大平台火爆刷

屏，引发关于文物回归的讨论，也助推微

短剧创作走向更大视野。近来，微短剧行

业呈现爆发式增长，从早期追求狗血、刺

激的故事，发展到关注社会议题、寻求自

身创作价值的阶段。

《逃出大英博物馆》撬动观众情绪

据《齐鲁晚报》

《逃出大英博物馆》剧照


